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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有趣的阅读中提升素质    学习科学，可以是一件痛苦的事，也可以是一件愉快的事；可以为了对付
考试，也可以为了提升素质。在这“两极分化”中选择哪一种，取决于学习者的立场和目标、学习的
心态、学习方法；取决于现有体制和环境的有形与无形的制约；也取决于教材和学习材料。当然，这
些影响学习状态、学习效果和学习目标的各种因素彼此也会相互影响，不过，如果选择一个相对现实
的做法，编写理想的教材和学习材料会是积极且可行的起点。这套“初中科学拓展阅读丛书”，就是
这样的努力之一，它的目标，就是让学习成为上述“二分”中积极的一方。    在对科学的学习中，课
堂教学是重要的一环，当然课前的准备、课后的复习也同样重要。不过，课堂教学时间毕竟有限，凭
此要达到所有应该达到的教学目标也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有课外学习的补充。然而，课外学习的补充
，不应该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应该是充满乐趣的，是在课程内容的基本要求之上的知识范围的延伸
、相关思考的拓展和素质与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在这几个方向上，这套“初中科学拓展阅读丛书”恰
恰是符合的，可以让学生在愉悦中进行轻松有趣的阅读并有所收获。这正像《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
》对科学教育设定的目标之一：“由于对自然界有所了解和认识而产生充实感和兴奋感。”    随着素
质教育越来越受重视，在新课程标准中，也越来越强调能力，注意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注重科学与社
会的关系，关注科学方法，关心科学的前沿进展。然而，在这种更具开放性的学习中，课本不可能面
面俱到，任何一位教师也不大可能完全熟悉和充分了解扩展的所有知识。集合各有专长的专家们的优
势，为课程学习的课外阅读提供相对更充分、更广泛、更有专业性和针对性，也更能以相对通俗、有
趣而又准确的方式来表达的拓展性学习资源，就是此套丛书的目标之一。    不过，现实地讲，我们也
得承认，现在社会上应试教育的压力仍然很大，虽然我们追求的理想是素质教育，但在有限的时间内
，要完全达到理想而彻底摆脱应试教育还是相当困难的事。想要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达到一种
相对恰当的妥协，既不放弃理想，又不无视直接涉及学生发展的现实约束，这无论对于教师、教材和
课外阅读材料的编写者，还是对于学习者，都是很大的挑战。这套丛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游离于
课程标准和教材要求的知识点之外，而是从其中的若干知识点出发，进行了适度的扩展延伸。以这样
的并不极端的方式，它既有提高阅读者科学素养的功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下考核学生的应试需
求有所满足。不过，重要的是，它绝不只是以应试为目标，希望它的读者们也能意识到这一点。    就
学习科学，以及学习别的学科而言，都有一个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相统一的问题。对于学生的发展，
满足当下仍以应试为主的考核方式固然是一种现实的需求，但这仅是一种短期的发展需要，从更长久
的发展来看，学习者的素质是更大的“后劲”。学习合适的材料，并掌握恰当的学习方法，这两者都
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读者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能够在阅读时，不只是注意到具体知识
内容的扩展，更能同时注意阅读所带来的进一步的个人思考。    最后，我们也希望读者意识到，关于
科学本身和与科学相关的知识是无限的，这套丛书自然不可能囊括一切内容，它只是在课堂之外的有
关科学的阅读的一个起点。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真正能够带来读者对学习科学的热爱的一个新起点。  
 刘兵    2012年9月30日于清华大学荷清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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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瑞典女王的邀约    1646年，笛卡儿在荷兰的埃格蒙德过着愉快的隐居生活，他继续思考着数学。随着
名气的与日俱增，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也对他感兴趣了。    这个只有19岁的女王有点古怪，她体格强
壮，喜欢运动，求知欲超强，精通多国语言，终身未嫁。她很少感到累，也不惧寒冷，每天只睡5个
小时，这可苦坏了身边伺候她的人。由于女王对文化的兴趣非常大，她不仅购买了很多艺术品，也请
来艺术家和学者进行交流。这些人士中最著名的无疑是笛卡儿。    1649年春天，在克里斯蒂娜的热情
邀请下，有点势利和虚荣的笛卡儿经过不怎么坚定的几次拒绝无效之后，前往斯德哥尔摩，做了她的
私人教师。克里斯蒂娜派了一艘军舰来接他。    笛卡儿没有住进王宫，而是住在一位照顾他的同胞家
里，这算是他的幸运。但是，过了不多久，固执的克里斯蒂娜竟然认为每天凌晨5点是她头脑清醒地
接受哲学教育的最好时刻，这下可把笛卡儿的生活习惯给彻底搅乱了。笛卡儿不得不在每天清晨5点
之前，按照规定穿过寒冷多风的广场，赶到冰冷的图书馆，给不畏严寒的女王陛下上哲学课。    仅仅
几个月后，年过半百、体质孱弱的笛卡儿就撑不住了，他染上了严重的肺炎。女王慌了，派来了医生
，但笛卡儿拒不就医。最后，一位固执的医生给他放血治疗，这几乎要了他的命。笛卡儿的病情日益
加重，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另一种说法是，1650年2月11日，旁人提醒他，再不起来就来不及去上课
了，笛卡儿喃喃自语道：“灵魂起程的时间到了。”说着说着就不省人事，享年54岁。）克里斯蒂娜
感到十分悲哀，也许还会深深自责。    笛卡儿逝世17年之后，这位伟大思想家的遗骨回到了法国。    
笛卡儿的坐标思想    17世纪尚无“科学”一词，只有它的前身——自然哲学。那时的不少哲学家是文
理兼通的“杂家”，对数学和自然界都颇有兴趣。这些杂家中有三个代表人物：笛卡儿、帕斯卡和莱
布尼茨。直到18世纪，哲学家和科学家才渐渐细分开来。在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思想家中，笛卡儿是
公认的关键性人物，至今仍有无数学者研究他的思想。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见坐标。比如电影院
里第几排第几座，就是最典型的二维坐标思想的体现。再比如象棋和围棋对弈中，讲解师借助坐标，
就可以讲清楚整个比赛过程。    在解析几何中，首先要建立一个坐标系，包括两条垂直的坐标轴，有
原点，还有正方向。而点的位置就成了有序实数对（x，y）。在解析几何的意义下，很多以前几何学
家研究的曲线可以得到简洁的表达，研究它们的性质就变成了代数运算。在此之前，研究圆锥曲线的
性质是非常难以下手的，而其他高次曲线或非代数表达的曲线，根本就不知如何下手，这是数学中的
一个很大的“未知水域”。    有了坐标方法后，尽管不是一切都立马迎刃而解，至少过去认为不可逾
越的困难被神奇地克服了。不仅如此，人们还可以研究各式各样的光滑曲线，因为它们也不过是一个
个关于x、y的方程而已。    古希腊人研究的圆锥曲线，也就是椭圆、抛物线和双曲线，本来在物质世
界没有什么体现，但伽利略揭示了抛射体的轨迹是抛物线，而开普勒又说明行星的运动轨迹是椭圆、
抛物线和双曲线。这样一来，这些曲线的“身价”成倍上涨。古希腊人不是用代数手段研究圆锥曲线
的，他们也搞出了很多结果。但运用笛卡儿的坐标法，就显得更加清晰、简洁（且没有取代的其他手
段），所以今天的高中课程提到圆锥曲线的时候，都采用解析法。    方程和坐标的引进，使人们走上
了直接通往函数及其图像和向量等概念的大道，这就为微积分的诞生做好了铺垫。从此，数学突破了
常量的限制，进入了变量时代，引发了人类科学和文明的长足进步。直到今天，在大部分自然科学研
究中，坐标、图表和微积分仍是主要工具。甚至在公司利润增长、股票走势、天气预报等场合，也到
处可见坐标系的身影。这便是永远改变人类文明的不朽创造。    原则上讲，解析法可以解决一切几何
问题，但在有很多条线或圆的时候，其计算相当繁琐，还是纯几何方法比较简洁（这就是为什么解析
几何没有像“方程埋葬算术解应用题”那样埋葬了纯几何方法）。但是，解析法把一切机械化了，而
纯几何方法要难许多。不过，如果认为笛卡儿的解析几何仅仅只是降低了解几何题的难度，那么这个
成就便没有那么重要。事实上，牛顿等人在运用万有引力定律证明开普勒的行星运动轨迹的工作中动
用了微积分，但是若没有坐标与函数的思想基础，而仅仅运用古希腊的思路，这件事是无法完成的。
所以，有人说笛卡儿创立了新的几何，这并非夸大其辞。    解析几何发明后，繁难的几何论证就可以
被代数运算取代了，由此还可以研究更多复杂曲线（如圆锥曲线乃至成百上千种其他曲线）的性质，
这在以前即使不是无法想象、也是极为困难的。所以要大大感谢笛卡儿，是他把人类的大脑又一次解
放了出来，让原来难以对付的问题变得容易。后世的天才们不必在几何技巧上耗费精力，可以把他们
的智力用到更加深刻、更为广泛的问题中去了。这是伟大科学工作的普遍特点。    P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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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初中科学拓展阅读丛书”以课程标准为依据，从现行教材拓展出去，把与教材知识点（概念、公式
、科学家等）相关的内容，以科学读物的形式呈现，主要采取科学故事的方式，内容鲜明，富有吸引
力，增加学生的兴趣，帮助学生举一反三，将学习内容融会贯通。    彭翕成、田廷彦允霁主编的《课
本上学不到de数学（Ⅱ）》以故事的形式，讲述了数学的发展过程，一些重要数学概念的形成、重大
的发明与发现事件，以及一些重要科学家的研究历程及佚闻趣事。内容上既与教材紧密相关，又不局
限于教材；形式上采用大量图片，图文并茂，全彩色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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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好，值得推荐！！
2、中学数学老师看看很有好处
3、真的好书，可以让孩子开阔视野，帮助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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